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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减少临柜办
理人群聚集，海口市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海口人社”
或“椰城市民云”手机APP线上社保申报与核定，具体
操作流程详见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页
（http://rsj.haikou.gov.cn）-“社会保障”版块公告。

海口市灵活就业人员
可线上申报核定社保

申请人现场查询个人手机近14天漫游记录的方法：

■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CXMYD”至10086，收到验证短信回复身份证号
码后四位，即可查询。

■ 联通用户：编辑短信“CXMYD#本手机号对应身份证号码后四位”到
10010。

■ 电信用户：编辑发送查询代码“CXMYD#身份证号码后四位数字”到
10001。

如何查询个人轨迹？？

《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凭健康码通行》追踪（详见本报3月3日3版）

进岛旅客
需提供一码一证明

海南健康一码通+个人轨迹证明

□记者沈丽焕

本报讯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根据海
南省、海口市疫情防控要求，即日起，所有
通过琼州海峡进岛旅客需要填报并出示

“海南健康一码通”和个人轨迹证明信息

情况。
为方便和提高旅客的出行效率，旅客

可提前通过“海南健康一码通”申报健康
信息和扫描三大手机运营商二维码或发送
短信获取个人轨迹证明信息（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到达港口时向工作人
员出示并领取AB 通行卡后登船进岛。

□记者钟起的

本报讯 根据我省《关于实行分区分
级精准防控、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
秩序恢复的指导意见》要求，结合地区疫
情实际情况。昨日下午4时，我省发布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分区分级区域
图。

截 至 3 月 8 日 16 时 ，经 指 挥 部 评
估确认，新增海口市秀英区为新冠肺
炎疫情低风险地区，按县域单元（其 中
海 口 市 、三 亚 市 以 所 辖 各 行 政 区 为 单

元），我省 26 个县域单元均为低风险
地区。

指挥部要求，各市县（区）仍要清醒认
识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
复杂性，压实属地责任，增强统筹抓好分
区分级精准防控和全面复工复产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对疫情的警惕性不能
降低，防控要求不能降低。要更多考虑复
工复产需求与减少疫情防控对人民生活
影响，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生活，确保社
会稳定，加快推进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

我省26个县域单元均为低风险地区

□记者钟起的

本报讯 3月7日下午，我省第八位和
第九位新冠肺炎恢复期血浆捐献志愿者
黄女士和杨女士来到海南省血液中心，分
别成功捐献恢复期血浆400毫升和200毫
升。

据了解，两位新冠肺炎恢复期血浆
捐献志愿者都是海南人。来自乐东的杨

女士在春节返乡时感到不适，就医后确
诊为新冠肺炎。症状较轻的她出院后居
家隔离期间，看到了呼吁捐献恢复期血
浆帮助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的新闻，有过
无偿献血经历的她便毅然决定捐血浆救
人。“我生病的时候得到了家乡人民的关
心和医务人员的精心照料，现在康复了，
我也希望能为家乡做点贡献！”杨女士笑
着说。

清零
三亚收治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全部出院

□记者钟起的 沈丽焕

本报讯 昨日上午10时，三亚1例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实现住
院病例清零。

该出院病例为73岁男性患者，黑
龙江籍。2月6日转入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治疗。经过抗
病毒、抗感染、增强免疫力、清热利肺、
营养支持、心理疏导等治疗，患者症状
持续明显好转，二次鼻咽部核酸检测
为阴性、一次肛拭子检测阴性，符合国
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出院标准，治
愈出院。

截至3月8日，三亚共收治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75例，其中三亚确诊病例
54例，其他市县确诊病例21例。截至3
月8日10点，共治愈出院73例（其中三
亚 53 例，其他市县 20 例），死亡2例。
至此，三亚收治的确诊病例已清零。

根据海南省卫健委官网疫情分布
实时统计，截至3月8日12时，海南省
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68例，重症病例1例，死亡病例6例，
出院病例159例，住院病例3例。

□记者 林文星

本报讯 昨日，省长沈晓明率队调研全
省医疗废物处置工作，检查防控疫情中医疗
废物处理情况，强调加快推进医疗废物处置
设施扩能增容，创新体制机制，提高运营管理
水平，确保医疗废物得到及时、有序、高效、无
害化处置。

在海口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餐厨垃圾处
理厂，沈晓明检查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置工

作，了解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运营管理、处置模
式和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等情
况。他还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医疗废
物处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并就海口医疗废
物处置中心二期工程项目建设、创新建设运
营管理机制、开辟新的协同处置渠道等进行
研究。

沈晓明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医
疗废物量大幅增加的实际，我省加强了医疗
废物收集、转运和处置工作，有效防范了环境

风险。目前我省医疗废物处置存在能力饱
和、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做好医
疗废物处置工作，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功
能、健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必然要求。要
充分考虑医疗卫生机构新建扩建、医疗健康
产业发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因素和
需要，科学分析医疗废物产生量，加快推进医
疗废物处置设施扩能增容，优化处置技术，提
高运营管理水平，确保医疗废物实现无害化

处置。
沈晓明要求，要严格按照落实国家医疗

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有关要求，加快推
进海口医疗废物处置中心二期工程项目建
设。要研究创新建设运营体制机制，探索“公
建民营”运行模式，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促
进医疗废物处置中心可持续发展。要开辟新
的协同处置渠道，建设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备
用设施。

毛超峰、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调研全省医疗废物处置工作要求

加快推进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扩能增容

防控
我省发布风险提示
严防境外输入

□记者钟起的

本报讯 近期国外疫情蔓延，有98个
国家发现确诊患者，预计四个重点疫区
国家疫情短期将难以遏制。我省作为
旅游大省，人员往来频繁，不排除从国
外输入疫情并导致疫情反复的可能。

为此，3月8日，我省提出防控建议
如下：

1.持续保持警惕。在疫情还未终
止前，仍应提高警惕，坚持依法防控、分
区分级、精准施策，提高防控的科学性、
针对性、精准性，加强重点人群、重点场
所、重点单位管控，以巩固防控成果。

2.严防境外输入。必须建立较长期
有效机制，并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发现
与控制输入疫情，防止由输入引起本地
扩散。

3.狠抓措施落实。在我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省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的情况
下，各行各业及民众对新冠肺炎的防控
意识有所淡化。但在国外疫情快速发展、
防输入面临严峻挑战，无症状感染者仍有
报告、对新冠病毒还有认知盲区的情况
下，必须毫不松懈、守牢底线，慎终如始。

以热血助力抗“疫”
我省又有两名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抗“疫”血浆


